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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据 1949—1996 年的台风资料对将近 50年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的气候特点进行了

统计分析, 包括台风发生频数的年际变化、季节分布、强度分布和路径类型。另外还考察了

台风源地的季节变化和台风强度与其源地的关系, 指出较强的台风大多发源于 125oE 以东的

洋面上, 发源于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台风最强; 给出了登陆台风的季节分布和纬度分布; 台

风登陆时的中心气压统计结果表明, 在浙江、福建登陆的台风数量虽然不如华南多, 但强度

较强。

关键词　　热带气旋　　西北太平洋　　气候特征

分类号　　P444

1　引　　言

热带气旋即通常所称的台风, 是破坏力最强的气象灾害之一, 而西北太平洋是全球

范围内台风活动最频繁的区域, 因此对西北太平洋台风进行气候分析是很有意义的。过

去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工作。王继志对 1884—1979近百年的西北太平洋台风进行了统

计[ 1]。上海台风研究所出版了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气候图集》[ 2] , 对于台风的预报业务

及科研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陈世荣根据 1949—1986年 38年的热带风暴在各经纬度生

成的分布频数统计确定出西北太平洋的3个热带风暴源地
[ 3]
。Johnny C. L . Chan 等根据

1959—1994年的资料研究了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的年际变化和长期趋势[ 4]。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根据80年代以前的资料作出的。陶诗言曾经指出[ 1] , 台风的气候

分析最好能每隔 15年重做一次, 以补充新的资料。由于早期的历史资料在完整性和准确

性方面有所欠缺, 这必然会对气候统计的结果发生影响。因此, 补充 80年代后积累起来

的更为完整的台风资料并对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气候特点进行再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根据 1949—1996近 50年的西北太平洋台风资料, 对台风的年际变化、季节变

化、发生源地和强度的时空分布特征、路径类型以及台风登陆的频率、强度、地理分布

进行了统计分析, 特别统计了台风发生源地经度、纬度的季节变化, 台风源地与台风强

度的关系, 台风路径类型, 台风登陆时的中心气压等。



2　资料和定义

资料从中国气象局组织整编的台风年鉴中摘录, 年限为 1949—1996年共计48年。为

了便于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 用摘录的数据建立了台风基本数据文件,包括 13个参数:

台风序号、编号、起始日期、终止日期、强度等级、中心气压极值、最大风速极值、源

地纬度、源地经度、登陆点的纬度、登陆时的风速级别、登陆时的中心气压、路径类型。

其中强度等级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和台风、强台风三级。路径类型如表 1所示。

表 1　台风路径类型

Table 1　T ypes o f typhoon tr acks

0 1 2 3 4 5 6 7 8 9

登陆消失 东转向 中转向 西转向 南转向 登陆转向 西行 西北行北 (东北行) 回旋

它们是按照台风年鉴中对每个台风路径的文字描述和路径图分类的。登陆台风专指

在我国登陆的台风, 包括登陆消失和登陆后转向并重新移到海上的台风。其余未在我国

登陆的台风按台风年鉴的文字描述和规定分类, 东转向指在 140oE以东转向, 中转向指在

140
o
E—125

o
E 之间转向, 西转向指在 120

o
E—125

o
E 之间转向, 南转向指在南海或台湾海

峡转向。

3　近 50年的台风气候概况

1949—1996的 48年间, 西北太平洋地区共发生 1697个台风, 年平均 35. 4个。图

1给出了对这1697个台风的一些基本统计事实, 包括台风发生数的年际变化、季节分布、

强度分布和路径类型。

1949年以来, 台风最多的年份为 1967年, 共有 53个台风。最少为1995年, 只有 24

个台风。从图 1 ( a) 可见, 1960—1972年间台风明显偏多, 1975年以后相对偏少。这与

Johnny C. L . Chan等所指出的 60年代初到 70年代中期热带气旋的生成频数具有减少

的趋势是一致的
[ 4]
。

从图 1 ( b) 可见, 全年台风发生最多的月份是 8月, 最少的月份是 2月。台风发生

多的季节是夏季 ( 6、7、8月, 占 44. 64%) 和秋季 ( 9、10、11月, 占 40. 35% ) , 春

季 ( 3、4、5月) 台风最少 (占全年的7. 29% ) , 甚至少于冬季 ( 12、1、2月, 占 7. 58% )。

上述季节变化突出地反映了海温高低与台风的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海温的季节

变化明显比气温的季节变化滞后。

台风强度指在台风生命史中曾达到过的中心最低气压, 以990—1000hPa 最多。随强

度的增加, 台风数量按指数迅速减少, 但中心最低气压在 1000hPa 以上的弱台风数量反

而比 990—1000hPa 的少 (图 1 ( c) )。小于 960hPa 的台风很少。极少数台风的中心气压

低于 890hPa。近 50年间台风中心气压的极值为 877hPa ( 5827号台风)。

图 1 ( d) 表明, 西北太平洋台风最多的路径是西行, 占全部台风数量的 20. 8%。西

北行、北行 (及东北行) 和海上回旋的台风数量比西行台风要少得多, 三类合计只占

15. 2%。路径类型中次多的是登陆消失的台风, 占 19. 5%; 登陆后继续维持并转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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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49- 1996年的台风概况　　a. 各年台风发生频数

b. 各月台风发生频数　　c. 台风中心最低气压分布

d. 10种路径类型台风出现频数 (见正文定义)

F ig . 1　Generalizat ion o f typhoons fo r 1949- 4996. 　　a. Annual occu ring frequen cy

b. Month ly occuring f requency　c. Dis t ribut ion of the lowest air- pressure in typh oon center s

d. 10 p ath types of occurin g f requ ency of typh oon ( s ee text for d etail )

海的台风 (类型 5) 仅占 5. 28%。这说明只有在比较少见的环流背景下, 台风登陆后才

能转向重新出海。此类台风对我国的影响最大, 但数量很少, 大约平均每年只有 2个。海

上转向台风 (类型 1—4) 占 39. 2% , 其中中转向台风最多, 东转向台风次之。这说明

西北太平洋台风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125oE 以东转向,对我国大陆没有很大影响。西转

向的台风数量相当少, 平均每年只有 2个, 大约占全部转向台风的 1/ 6, 但这类台风的路

径较接近我国沿海, 影响较大。在南海转向而没有在我国登陆的台风非常少, 多数台风

转向后将在华南登陆。

4　台风源地分析

4. 1　台风源地的地理分布

图 2 ( a)、( b) 分别给出近 50年间 1697个台风源地 (或发现点) 的分布及每 2. 5

×2. 5经、纬度内台风的发生频数。从图可见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主要发源于 170oE 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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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49- 1996年 1697 个台风的源地散布 ( a) 及

每 2. 5×2. 5 个经、纬度内台风的生成频数 ( b)

F ig . 2　The sour ce distr ubut ion o f 1697 t yphoons ( a) and

the occuring amount in each 2. 5×2. 5 deg r ee.

5oN 到 25o
N 间。极少数台风发生在 30oN 以北。35

o
N 以北未见有台风发生。10

o
N 附近台

风发生最多, 但南海地区台风发生最多的纬度在 17oN附近。图 2还表明西北太平洋有 3

个台风生成最多的地区, 分别在南海、菲律宾群岛以东以及马里亚纳群岛附近, 这与陈

世荣等统计的 3个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源地
[ 3]
基本一致。

4. 2　台风源地的季节变化

图 3　1- 12月台风生成源地随纬度的分布

F ig . 3　Dist rbution of typhoon occuring sources

by latitude fr om January to December .

图 3给出了各月每 2个纬度中的台

风发生次数。从图中可见, 台风发生源

地有明显的季节变化。1—4月大多数台

风发生于10o
N 以南, 尤为集中在5oN—

7. 5oN。从 5月份开始, 台风发生的范

围明显向北扩大, 8、9月份最北达到

30
o
N附近。生成最集中的纬度带也逐月

向北移动, 8、9月份达到 16oN。从 10月

份开始, 台风生成集中区逐月南移。可

见台风的发生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6月是台风发生范围和生成频数开始显著增大的月份,

10月则相反。

4. 3　台风强度与其发源地的关系

我们统计了每 2. 5×2. 5个经、纬度范围内生成的台风的平均气压值和极端最低气

压值, 并绘制成台风强度分布等值线图。如图 4所示, 较强的台风大都发源于 125
o
E以东

的洋面上, 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西向东递增的趋势。南海地区生成的台风中心气压几乎

都在 980hPa 以上, 菲律宾群岛以东则逐渐增强。中心最低气压低于 960hPa 的台风基本

上发源于 145oE 以东。中心气压低于 940hPa 的台风都发源于 155oE 以东。表明在 3个主

要的台风发生源地中, 发源于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台风最强, 这可能是因为在此地区生

成的台风未来在洋面上的移动距离最长, 可以从热带洋面上吸收大量水汽潜热而发展成

非常强的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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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每 2. 5×2. 5 个经纬度中生成的

西北太平洋台风的平均强度分布

Fig . 4　Distr ubution of t yphoon average

intensity in each 2. 5×2. 5 deg ree .

5　登陆台风

1949—1996 年间共有 449 个台风在我

国登陆。从图 5 ( a) 可见, 每年 5—11月是

我国的台风登陆季节。其它月份中, 只有 4

月和 12月各有过 1个台风登陆记录。登陆

台风最多的月份是 8月, 占 27. 1% , 其次是

9 月和 7月, 各占 24. 1%和 22. 7%。与各

月西北太平洋台风的发生频数相比 (见图

2) , 5—11月登陆台风的分布和台风总数的

分布非常相似, 说明西北太平洋台风越多,

登陆我国的可能性也越大。

图 5　各月登陆台风频数 ( a)、平均纬度 ( b)、登陆时的

平均气压 ( c) 及每两个纬度内的年登陆频数 ( d)

Fig. 5　Landing t yphoons′fr equency ( a) , aver age latitude ( b) , aver age landing

air- pressur e ( c) of each mont h and the annual fr equency in each 2 latitudes.

从图 5 ( b) 可见, 从春到夏, 台风登陆点的纬度逐渐北移, 7、8月达到最北, 登陆

点的平均纬度在 24oN 左右, 9月份开始又逐渐南移。台风登陆点平均纬度的季节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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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风路径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从春到夏逐渐北移、从夏到秋逐渐南移的季节变化

是一致的。

从图 5 ( d) 可看出, 台风登陆我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18oN—26oN, 即从海南到福建

的南方各省沿海。其中最多的是20
o
N—24

o
N 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从频数分布看,自 20

o
N

开始, 台风登陆数随纬度的增加按指数迅速减少, 30
o
N—32

o
N只有4个台风登陆, 32

o
N—

34
o
N只有 2个台风登陆, 34

o
N—36

o
N 为一个无台风登陆的纬度带, 这和根据 80年代以

前的台风资料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图 5 ( c) 表明, 7、8、9月台风登陆时的平均强度最大, 达到 982—986hPa。其中 8

月的强度比 7、9月的略小, 但这可能是因为 8月登陆台风数最多而使平均后的登陆强度

反而偏小。6月和 10月台风登陆时的平均强度也相当强, 分别为 986hPa和 984hPa, 但

图 6　台风在各海岸段登陆时的平均强度和最大强度　a. 广东和海南

( 23°N 以南) 　b . 福建和浙江 ( 23°N- 31°N) 　c. 长江口以北 ( 31°N 以北)

F ig . 6　Landing typhoons′average and m aximum intensity in differ ent latitudes.

a. S outh of 23°N　b . 23°N- 31°N　c. north of 31°N

从图 6 ( a) 可见, 这两个月登陆台风的数量要比 7—9月少得多。5月和11月台风登陆的

次数很少, 登陆时的强度也较弱, 在 990hPa 左右。

图 6进一步给出我国 23
o
N 以南 (即广东和海南)、23

o
N—31

o
N 之间 (即福建和浙

江) 以及 31
o
N 以北 (即长江口以北) 三段海岸线上各月台风登陆时的平均中心气压和极

端最低气压。从图中可见, 广东和海南 4—12月都有台风登陆 (但 4月和 12月各只有 1

个) , 7月登陆台风的平均强度最大, 达到 982hPa; 其次是 9月, 为 983hPa。台风登陆的

极端最低气压出现在 9月, 即 1973年 9月 14日在海南琼海登陆的 7314号台风, 登陆时

中心气压为 925hPa, 也是此台风的最低气压。

6—9月是福建和浙江两省的台风登陆季节, 比华南沿海短两个月。台风登陆时的平

均中心气压均低于985hPa, 其中10月份最低, 达到 978hPa, 明显强于在 23
o
N以南登陆

的台风。在此纬度带内台风登陆时的极端最低气压为 923hPa ( 1956年 8月 1日在浙江象

山登陆的 5612号台风) , 这也是近 50年来西北太平洋台风在我国登陆的极端最低气压。

可见在浙江、福建登陆的台风数量虽然不如华南多, 但强度较强, 而且季节偏晚。这可

能是因为在这两省登陆的台风大多发源于 125
o
N 以东, 在登陆前已充分吸收水汽潜热而

发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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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oN 以北的台风登陆季节更短, 只有 7—9月有台风登陆。登陆强度以 7月份最强,

平均中心气压为990hPa, 极端最低气压为 980hPa, 均明显弱于前两个纬度带。这表明在

长江口以北登陆的台风不仅数量少, 而且强度也较弱。

6　结　　语

( 1) 近 50年台风生成频数的气候特征为; 1960—1972年间台风明显偏多, 1975年

以后相对偏少; 全年台风以夏秋之交发生最多, 春季最少; 多数台风的中心气压大于

960hPa, 以 990—1000hPa 最多; 台风的路径以西行最多, 其次是登陆消失; 台风的路径

类型也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2) 南海、菲律宾群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是 3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最集中的

地区, 其中以发源于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台风最强。台风生成源地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3) 5—11月是我国的台风登陆季节。登陆广东和海南的台风最多, 其次是福建和浙

江, 登陆长江口以北的台风最少; 在福建、浙江登陆的台风强度最强, 但季节偏晚。

致　谢　感谢上海台风研究所冯泾贤同志提供了 1995—1996年最新的台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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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FOR 1949- 1996

Chen Min　Zheng Yongguang　Tao Zuyu

( N ational L abor atory f or S ev ere S tor m R eseach, Dep artment of Geop hy si cs, P eking Univ er si ty, Beij ing, 100871)

Abstract

A brief study on the climate features of typhoon act iv it ies in the w estern North Pa-

cif ic is made by using 48- years of typhoon data that starts f rom 1949. T he contents o f

the statist ics are as fo llow s: variabil ity of typhoons′annual number , dist ribut ion of ty-

phoons for each month,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of typhoons′intensity and track types,

geog raphic dist ribut 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typhoons′sources, relat ion betw een ty-

phoon′s intensity and its source. Several stat ist ics on the seasonal and latitudinal dist ri-

but ion o f landfalling typhoons on China are giv en. T he intensit ies of landfalling ty-

phoons on China are also studied on the basis o f the landfalling pressur 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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